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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书情

中国经济转型的
“他山之石”

本报记者 吉祥

中国经济硬着陆还是软着陆？谁在推高中国房价？股市还有希望吗？改革何去何从？

财经作家徐瑾在新书《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中，列举了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经济

转型”无疑是现在的焦点问题，本报记者梳理了论述现代国家经济转型的一些书籍，力图为关注处在转

型期的中国经济的读者提供借鉴。如徐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说，将中国问题放在国际视野下考

虑，很多当下的困惑其实也就不成为困惑了。

>> 中国经济怎么了

持续三十年高速增长，中
国经济看似成功避免了 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在《中国经
济怎么了》一书中，徐瑾提出
了一个个隐藏在繁荣背后的
问题：中国经济硬着陆还是软
着陆？谁在推高中国房价？股
市还有希望吗？改革何去何
从？

国际大环境也没有那么
乐观。该书认为，世界经济仿
佛又回到 2008 年美国金融危
机时刻的峭壁边缘：美国主权
评级被降、全球股市大幅跳
水、欧元债务危机连绵不断、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作者借此
发问：在这一次全球性衰退
中，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独善其

身？
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经

济学家鲁比尼在到访中国
后，给出了他的判断：中国可
能会在 2 0 1 3 年之后经历经
济衰退。因为曾成功预言次
贷危机，鲁比尼此言一出，引
起中国经济学家的强烈反
弹。《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
暂且搁置了鲁比尼观点的争
议，徐瑾将鲁比尼的这番话
视为一种警醒。毕竟经过三
十年高速发展后，中国人均
GDP 从不足 400 美元提高到
4384 美元，中国在迈入中等
收入国家行列之际，也正处
于社会转型各类矛盾集中爆
发之时，行走在“中等收入陷

阱”边缘。
另一本经济学新书《一炮

走红的国家：探寻下一个经济
奇迹》，也分析了中国存在落
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隐忧。该
书作者鲁奇尔·夏尔马是美国
摩根士丹利公司负责新兴市
场的投资家，他特别列举出几
个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
问题，如劳动力枯竭、通货膨
胀、政府债务、体制问题和消
费不足等。

夏尔马在书中反复强调，
如果中国无法将若干关键问
题解决好，就有可能陷入“中
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难以自
拔，无法踏上高收入国家的征
程。“中等收入陷阱”一词近年

来频繁出现，天则经济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王军在《一炮走红
的国家》的书评文章中说，去
年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中国
经济的研究报告中，也同样有
对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
阱”的警示。

如《一炮走红的国家》论
述的那样，即便是发达国家走
过的道路，也并不一帆风顺，
许多国家更是在经历了一段
时期的发展后陷入停滞。王军
以经常被经济学家提及的阿
根廷为例说，在上个世纪，阿
根廷从许多指标来衡量都属
于发达国家，然而，仅仅是几
十年的时间，这个国家就沦落
为发展中国家。

>> 印度和巴西的经济转型

最近几年，陆续有关注现
代国家经济转型的书籍出版。
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参
照，徐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将中国问题放在国际视
野下考虑，很多当下的困惑其
实也就不成为困惑了。”

曾长期担任《金融时报》
驻印度新德里记者的卢斯，在
其著作《不顾诸神：现代印度
的奇怪崛起》中，为中国读者
呈现了我们这个邻国的现代
化进程。因为与中国山水相
连，又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与
众多的人口，印度与中国有很
强的相似性。作为一个新兴经
济体，印度近年来在经济上的
发展令人瞩目，以至于经常有

“龙象之争”的说法见诸媒体。

卢斯从政治、文化、宗教、
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了印度
的发展全貌。在卢斯的笔下，
印度尽管正快速崛起，却是个
充满矛盾的奇怪国度：它是民
主社会，但依然盛行严格的等
级制度；它是羽翼渐丰的核大
国，但依然有40%的儿童营养
不良。卢斯在书中指出，印度
经济未经历大规模的工业革
命却发展迅速，这是一个与众
不同之处。印度的大量劳动力
仍然生活在农村。推动印度经
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服务业，
而非制造业或是劳动密集型
产业，这与美国、英国等发达
国家颇为相似。

一篇评论《不顾诸神》的文
章指出，印度经济近年来的增

速接近10%，如果能够进行更多
改革，印度经济增长率甚至可
能会更高。印度科技实力雄厚，
每年培养的工程学毕业生达
到100万人，这是美国的10倍。
不过，卢斯也指出，印度依然存
在一系列问题，如贫穷、艾滋
病、环境和民主深化等。

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推出《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
的困惑》一书，考察了 20 世纪
中叶至 21 世纪初期拉美经济
发展与政治变迁，聚焦拉美国
家的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等问题，这也是当下
的中国正在面临的挑战。

在拉美国家中，巴西近年
来的经济发展迅速，跻身“金
砖四国”之列，未来几年内有

望超越法国，成为世界第五大
经济体。《赤道之南：巴西的新
兴与光芒》一书介绍了巴西的
崛起。在作者罗伟林看来，巴
西的发展具备先天的资源优
势，又与中东产油国存在本质
不同。除了出口石油等资源，
汽车和飞机同样在巴西的出
口中占据很大比重，它既是

“工业巨人”，也是“农业超
人”，这是中国、印度乃至美国
无法企及的发展优势。

罗伟林分析，巴西的发展
得益于政府延续20年的市场
友好型政策。在巴西，尽管政
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
色，但仅仅是监管和指导，而
非直接介入市场。

>> 中国经济转型离不开深化改革

“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学
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在徐瑾
看来，后发国家追赶过程、路
径各不相同，这挑战了一些既
有的经济共识。哈佛大学教授
丹尼·罗德里克的著作《相同
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
可以证明这个观点。这本书举
例说，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
时，遭受重创的东南亚国家纷
纷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求
助，但后者开出的政策处方却
事与愿违。同样接受经济学家
和国际组织标准处方的非洲
和拉美一些国家，经济依旧陷
入困境。而特立独行的中国，
经济高速增长却延续多年。

经济教条失灵的案例并
不鲜见，近邻俄罗斯的经历便

是深刻的例证。《中国经济怎
么了》一书有相似的思考。徐
瑾在书中指出，改革开放后，
中国起初被和俄罗斯一起比
较，但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
改革路径后，经济逐渐起飞；
俄罗斯则在采用西方经济学
家的“休克疗法”后，很长一段
时间经济陷入低迷。此后，中
国又被认为是下一个日本。

“中国的崛起一定程度上遵循
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
以制造业发家的工业化路径，
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覆辙呢？当时，日
本在外在货币升值压力与脆
弱金融系统的压迫下，房地产
以及证券泡沫破裂，产生大量
不良贷款，经济十余年持续衰

退。”徐瑾认为，尽管中日有一
定的相似性，但中国的投资过
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泛滥可
怕。

随后的“龙象之争”则将
中国与印度参照，但正如徐瑾
指出，从产业结构上看，印度
的服务业占据主导，而占据中
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是制造业。

那中国经济转型的“处
方”何在？除了上述已经提到
的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王军
在《一炮走红的国家》的书评
文章中，重点阐述了改革的迫
切性。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以
来，尽管基本的经济结构和社
会框架已见雏形，但进一步改
革现存体制中的痼疾和完善
目前的社会结构，丝毫不比过

去 30 年急剧的改革和变迁来
得容易。“从多个层面和因素
来看，未来的改革会更加艰
难。”王军指出，30 年前，改革
起步时，社会各界对此有较深
的共识，而现在庞大且稳定的
既得利益集团正成为改革的
强大阻力，“因为改革必然会
触动这部分人的‘奶酪’，触及
中国某些人的利益比触及这
些人的灵魂更难”。

罗德里克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也建议，良好的制度环境
特别是法治，是应对经济逆境
和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
障。在他看来，中国善于进行
必要的政策调整，但为保持持
续发展，仍需加强开放、透明
与包容。

《中国经济怎么了》
徐瑾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这本经济评论集像
一面思考的多棱镜，折射
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生
活方方面面的现象。

《 一 炮 走 红 的 国
家：探寻下一个经
济奇迹》
夏尔马 著
中信出版社

本书分析了新兴国
家的成长动力，并大胆预
测了决定国家未来成败
的趋势与因素。

《不顾诸神：现代
印度的奇怪崛起》
卢斯 著
中信出版社

本书描述的印度现
代化过程不是标签化的
简单印象，而是涵盖了政
治、文化、宗教、经济等不
同领域。

《相同的经济学，
不同的政策处方》
罗德里克 著
中信出版社

罗德里克摒弃教条，
从现实出发，给出更为务
实的政策建议。

《拉美国家社会转
型期的困惑》
苏振兴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析了拉美国
家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
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赤道之南：巴西
的新兴与光芒》
罗伟林 著
中信出版社

本书探寻了巴西经
济崛起的奥秘，从中可以
窥探这一新兴经济体的
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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